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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沟芹菜、大泽山葡萄、云山大樱桃……
以前，三农圈里提起山东省平度市，很多没去
过的人都知道那里有 20 个“地标农产品”，在
全国县级市里名列前茅；

2016年底实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稳定脱
贫，2019年产业扶贫模式入选国务院“脱贫攻
坚基层实践案例”，2021年 2月从人民大会堂
捧回“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如今，再谈起平度市，产业扶贫“优等生”成了
一个新“地标”。

如果说一个地域拥有较多特色农产品是
资源禀赋多样的“先天”优势，那么成为产业
扶贫“优等生”并向产业振兴“模范生”不断前
进，平度靠的是立足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多
措并举的“后天”创造。

发展产业是脱贫攻坚的根本之策，产业
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如何实现有效
衔接考验着广大脱贫地区执政者的智慧。初
夏时节，记者深入平度的田园农庄，与基层干
部群众聊起乡村产业发展的话题，共同探求
脱贫与振兴有效衔接的“产业密码”。

是“短平快”，还是“高质量”？——
做对路径判断题

决战脱贫攻坚，任务倒逼，时间紧迫，一
些“短平快”的产业项目虽有助于较快见效
益，但频现滞销的土鸡蛋、烂在树上的柑橘
果、低端重复的大路货，给不少地方的产业发
展频频亮出黄牌。

平度市政协副主席、扶贫办主任唐云莉告
诉记者，平度从一开始就瞄准那些高质量、高
价值、可持续的扶贫产业，特别注重选择特色
化、差异化、链条化的乡村产业来着力打造。

位于崔家集镇的樱桃番茄园区就是这种
特色化产业的典范。站在园区高处，一座座
现代化大棚整齐排列，年产 2.6 万吨、产值突
破3.7亿元的“釜山88”樱桃番茄在这里生长。

“我们这儿土壤偏碱、少盐，特别适合种植
这个品种，再加上标准化、规模化程度高，种出
来的小西红柿甜度高、品质好。”崔家集镇向阳
村党委书记、前洼村党支部书记鞠炳锦说，“别
处很难买到这样高品质的小西红柿，所以价格
高、销路还好，均价能卖到一斤7元。”

依靠品种、品质、品牌的独特性来提升产业
价值链的同时，还要不断依托农业农村资源来
延长产业链，通过“接二连三”实现升级增值。
这已经成为平度市委、市政府、涉农企业、新型
经营主体关于产业发展的共识。不妨来看下面
这组镜头——

在青岛宏瑞特食品有限公司，平度的好瓜好
果，成了美味的果脯果干。适应市场消费新需
求，企业专门聘请来自宝岛台湾的专家牵头研发
低糖果脯果干、可直接冲泡的豆浆、可在家自制
的豆腐，延伸的产业链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在平度市大泽山镇响山潘家村，村民的石
房老屋正在改造，将成为让人记住乡愁的特色
民宿。这里除了以“西有吐鲁番，东有大泽山”
而知名的葡萄，好山好水古村落正成为留住游
客的新方式；

在平度市新河镇，传统草编产业通过工艺
改造、材料更新、技术创新焕发新生机。秸秆
变身简约、时尚、环保的购物袋、手提包、收纳
盒，畅销欧美日韩……

此外，平度乡村产业整体蓬勃发展，还得
益于“扶贫农创体”这一模式创新。还以崔家
集镇为例，樱桃番茄“扶贫农创体”创建于2016
年，镇政府整合了6个经济薄弱村的扶贫资金
540万元，建设了36个大棚。依托平度农旅等
国有平台公司的资金注入和现代化管理，农创
体得以提档升级，目前带动全镇发展起 5000
多个番茄大棚，产值突破12亿元。

截至2020年底，平度共投入1.75亿元专项资
金培育了32个“扶贫农创体”，每年收益约1500万
元，有力带动了209个贫（弱）村和4936户贫困人
口脱贫致富。实现了帮扶对象与农创体共建共
享，探索出“资金集成化、操作平台化、产业园区
化、项目实体化、收益权属化”的“平度模式”。

唐云莉介绍，“扶贫农创体”统筹使用上级
专项扶贫资金，发挥国有平台公司资本赋能作
用，打造成方连片的产业示范园区，带动镇村
经济发展和群众可持续增收，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的效应十分明显。

是“完全在村”，还是“统筹联动”？——
答准布局选择题

产业链条短，布局不合理，主要是种植养
殖业，产出多为初级品，对加工要求低……这
是不少地方发展扶贫产业的普遍短板；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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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深刻
指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
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
验的精神支柱，强调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是
我们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最
坚实的基础。总书记的话语，掷地有声、坚定豪迈，深
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百年求索、百年奋斗的
内在关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这条唯一正确道路前进的坚毅和执着。

百年历程，许多人和事仍然历历在目，许多呐喊
和高歌犹在耳旁。走过风霜雪雨，创造人间奇迹，我
们有义务用胜利告慰先烈：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
国！我们有责任让历史告诉未来：社会主义不会辜
负中国！

（一）

历史的偶然中往往带着必然。19世纪40年代，
古老的中国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中国命
运从此进入前所未有的悲惨境地。几乎是同样的年
代，在资本主义发展方兴未艾的欧洲，马克思、恩格
斯开始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对人类解放进步事业的
伟大探索。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四万
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谭嗣同的这句诗，
字字血泪、字字彷徨。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

运动、辛亥革命……中国人在黑暗中苦苦摸索救亡
图存之路；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
政府主义、实用主义……种种西方的理论和学说都
被引进作为强国富民的药方。一个个方案都试过
了，却又屡屡化为泡影。一条条道路都探寻了，却撞
得头破血流。“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列强横行、军阀混战，人民水深火热，第一次世界大
战更是戳穿了资本主义文明看似美好的幻象。无数
仁人志士一次次地用生命和灵魂发问：中国的出路
在哪里？民族的希望在哪里？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这是一场伟大的历史之约，这是一个郑重的
历史之诺！封建社会上千年来的枷锁太严密，非进
行彻底的社会改造不能除旧布新。帝国主义带给中
国人的压迫太沉重，非动员几万万劳苦大众的伟力
不能与之相抗。

李大钊赞叹：“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
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陈独秀宣
示：“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

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
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
大关键。”年轻的毛泽东疾呼：“时机到了！世界的大
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
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

1920年乍暖还寒的春天，29岁的陈望道在老家
浙江义乌分水塘的柴房里，废寝忘食两个月，第一次
完整译出了《共产党宣言》，首印1000册即刻售罄，到
1926年重印再版达17次之多。先进的、不屈的中国
人经过反复比较、反复推求，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
救国救民的道路，作为始终不渝的志向。

1921年7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共产主
义为奋斗目标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胸怀着信
念、嘱托和梦想，在上海石库门的旭日里、在嘉兴南湖
的碧波中毅然起航。从此以后，社会主义的火种就在
东方点燃，曾经困顿无望的中国就有了方向！

（二）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员夏明翰在汉口被捕，英

勇就义前给妻子写信诀别：“抛头颅、洒热血，明翰早
已视等闲。各取所需终有日，革命事业代代传。红
珠留着相思念，赤云孤苦望成全。坚持革命继吾志，
誓将真理传人寰。”在那些风雨如晦的岁月里，像夏
明翰这样为了共产主义信仰九死而不悔、坚信革命
理想一定会实现的烈士，何止千千万万。他们一旦
认定了信仰和主义，就再也没有彷徨过、动摇过，不
惜用青春和鲜血浇灌“共产花开”。

这个信仰和主义，闪耀着理想烛照人心的光
芒。《共产党宣言》描绘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
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
件。”在社会主义新世界里，人的价值居于第一位，没
有剥削、没有压迫，劳动光荣、劳工至上，人人平等富
足，彼此亲如一家……这是超越资本主义世界的新
世界，也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向往的“天下大同”，吸
引着无数先进分子心驰之、神往之、践行之。

这个信仰和主义，揭示着社会发展演化的规律。
世界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生、逆之者亡。中国共产

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方向，代
表着历史前进的潮流。经过科学理论武装、掌握社会
发展规律的党，就具备了引领社会变革、推进正义事业
的自觉，就具备了无坚不摧、百折不挠的力量。

这个信仰和主义，指引着革命走向胜利的道
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
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
鲜明提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中国革命的道
路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中国革命的力量
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定条件下的
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是领导力量、人民是真正的
英雄，中国革命要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两个阶段进行……这些科学认识，处处闪耀着马克
思主义真理的光辉，引领着中国革命澎湃向前。

革命理想高于天。正是在理想信念的火炬下，我
们党广泛发动工农群众，敢于突击冲锋，成功推进了北
伐战争；正是在理想信念的火炬下，幸存的共产党人掩
埋了被反动派屠杀的同伴的尸首，拿起武器、走进山
林，投入新的战斗；正是在理想信念的火炬下，红军将
士闯天险、战强敌，爬雪山、过草地，“风雨浸衣骨更硬，
野菜充饥志越坚”，完成了彪炳人类史册的二万五千里
长征；正是在理想信念的火炬下，党和人民用坚忍不
拔、血战到底，书写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民族壮歌，
取得了抵御外侮的最终胜利； （下转第二版）

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
宣言

本报讯 6 月 5 日，农业农村部在湖北
省监利市组织开展长江江豚迁地保护活
动和长江江豚保护工作研讨，6 头长江江
豚迁入了何王庙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
区迁地水域。

与会代表分析了长江江豚保护工作
现状及面临的问题，探讨了下一步工作方
向。代表们建议，修复长江江豚栖息生
境，探索长江船舶限速限航管理；建立长
江江豚应急救护机制，加强江豚巡护员的
技能培训；加强保护区能力建设，提升现
有保护水域养护水平；继续组织开展迁地
保护群体普查工作，推进适宜迁地水域的

评估和论证，动员地方政府支持迁地保护
工作；将新的技术应用到江豚保护工作
中，借助海洋馆搭建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
参与的人工繁育保护研究平台；讲好长江
江豚保护的中国故事，做好科普宣教，吸
引社会公众参与保护工作。下一步，农业
农村部将吸收与会代表建议，细化保护工
作方案，推进长江江豚保护工作。

国家林草局、公安部长江航运公安
局、相关省市渔业主管部门、保护区管理
机构、科研院所、社会组织代表出席活动。

长江江豚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据农业农村部 2017年考查数据显示

仅 1012 头，种群极度濒危。近年来，农业
农村部稳步实施《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
（2016-2025）》，按照“以长江干流及两湖
就地保护为核心，加快推进迁地保护，加
大人工繁育保护力度”的总体原则开展保
护工作。目前，长江江豚自然种群下降的
趋势得到初步遏制，迁地保护群体逐步扩
大，保护工作初见成效。今年农业农村部
组织实施最大规模的长江江豚迁地保护
行动，在做好修复栖息地和完善就地保护
的同时，扩大了迁地保护规模，增加科学
研究平台，提升科普宣教能力。

龙新

农业农村部开展长江江豚迁地保护活动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
记者 杨惠）6 月 6 日，农业农村部渔业
渔政管理局与大连市人民政府在黄海
海域联合举办全国“放鱼日”主会场活
动，放流三疣梭子蟹、褐牙鲆、许氏平鲉
等重要经济物种 150 余万尾。当日，全
国“放鱼日”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在

各地同步举行，全国各地共举办增殖放
流 200 余场，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近
30 亿尾。

近年来，各级渔业主管部门把水生
生物保护摆在突出位置，大力开展水生
生 物 增 殖 放 流 ，强 化 珍 稀 濒 危 物 种 保
护，严格落实休禁渔制度，规范有序推

进海洋牧场建设，全力推进渔业绿色发
展，保护水生生物多样性，修复渔业水
域 生 态 ，取 得 明 显 成 效 。 据 不 完 全 统
计，2020 年，全国共放流各类水生生物
苗种超过 420 亿尾，在修复渔业种群资
源、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以及促进渔业增
效、渔民增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1年全国“放鱼日”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在各地同步举行

近日，河南省驻马店市迎来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图为该市汝南县罗店镇二桥村小麦机收现场，该地块小麦亩产1200斤以
上。今年驻马店市小麦播种面积1165.15万亩，比上年增加6.75万亩。经过全市上下共同努力，克服病虫害、低温冻害等不利因
素影响，夏粮生产总体形势良好，总产、单产均有望创历史新高。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芦晓春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维福

搓穗麦粒放进手心，粒粒绿莹莹、
鼓胀胀，已经捏不瘪、捻不碎了。夏收，
正从南向北展开，冀东平原上的小麦，
也在倒数着收割的日子。“今儿个我得
夸夸咱这‘小黑管儿’，它可让我省心
了，现在我再也不用为雇人浇地着急上
火了。想啥时候浇水，远程遥控一按，
或是地头一合电闸，不论白天黑夜，都
能让麦子喝上赶趟儿的农时水。”6 月 1
日下午，站在自己流转种植的已经定
浆、再有十来天就能收割的 200 多亩麦
田里，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任各庄镇大
孙庄子村种粮大户王爱红，从麦垄间轻
轻拎起一截细细的黑色滴灌塑料管，满
脸兴奋地介绍起来。

王爱红连连夸赞的“小黑管儿”，其
实叫作“小麦-玉米一年两熟浅埋滴灌
技术”，是他去年秋后种冬小麦时引进
应用的。向他介绍这一技术的区农技

推广中心主任陈亚东告诉记者，这项技
术是将滴灌带（管），在播种时按60厘米
行距，由播种机加挂滴灌带铺设装置，
顺垄埋于土表下 3厘米至 5厘米。每条
滴灌带都与地头主水管连接，什么时间
需要浇水，随时都能进行作物根部滴
灌。其突出优点是：节水，可比大田漫
灌节水50%；省工，不需人工开沟铲土或
搬运浇水设备；增产，实现水肥一体化
滴灌直抵作物根部，提高作物产量；节
地，省去了农渠、田间灌水沟和畦埂；缩
短浇水周期，能随时随地补水补肥。小
麦收获后，还能接着机播玉米，滴灌带
可以继续在玉米生长期使用，秋收时由
滴灌带回收机完成田间回收。

王爱红说，虽然是第一年应用这一
技术，但他觉得特别适合像他这样的种
粮专业户。“小麦一般要人盯着前后浇
四遍水。但是现在一到浇水施肥，我们
最着急的是不好找人工，有时候拿着钱
都不一定能找齐人手。用了这个技术，

雇人工的资金投入和劳神着急都解决
了。我仔细测算过，相当于用买滴灌带
的钱，轻松找到了随时能用的浇水撒肥
短工，而且解决了白天遇到大风怕倒伏
不敢浇地的难题。等到夜里风停了，我
照样能开机放水浇地，省心省大了。”王
爱红说，他今年秋后种冬小麦时，一定
会扩大应用面积，同时也要向其他种粮
大户介绍推荐。

农业是用水大头，小麦更是需水大
户。为了破解粮食产量与种植高耗水
之间的难题，河北省近年来从品种到农
艺，都对大田作物浅埋滴灌技术做了不
少改进。2020年已在小麦、玉米主产区
的9市35个县（市、区）部署试点示范10
万亩。陈亚东说，丰润区常年种植小麦
30 多万亩，像王爱红这样的规模种植
户，面积加起来就有 8000 多亩，如果这
些种植大户都能用上这项技术，不仅节
水、省工、省心，甚至对当地大田作物种
植方式的变革推进，都将意义深远。

“小黑管儿”让农民省心又增产

本报讯 6月4日至5日，全国农业农村
计划财务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
要论述，总结 2020年以来农业农村投资工
作取得的成效，分析当前农业农村投资面
临的形势和任务，安排部署扩大农业农村
有效投资重点工作。中央农办副主任，农
业农村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刘焕鑫出席
会议并讲话，上海市委副书记于绍良出席
会议并致辞。

会议指出，2020 年以来农业农村投资
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投资规模持续扩大，第

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在 2020 年同比增长
19.5%的基础上，2021年前 4个月同比增长
35.5%，创历史新高。投资结构不断优化，
多元化投入格局加快形成，各项制度更加
健全完善，为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有力资金保障。

会议强调，做好 2021年农业农村投资
工作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要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中央一号文
件精神，按照“保供固安全，振兴畅循环”的
工作定位，聚焦“保供、衔接、禁渔、建设、要
害、改革”6个关键词，进一步推动财政投入

稳定增加，积极引导金融和社会资本加大
投入，组织实施一批重大规划和项目，落实
重大补贴改革政策，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加
快形成多方投入合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开好局、起好步提
供有力支撑。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部门有关负责同
志，审计署、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有
关司局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上海、江苏、安
徽、福建、湖北、甘肃等6个省（市）农业农村
部门负责人在会上作交流发言。 龙新

农业农村部召开全国农业农村计划财务工作会议


